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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申请涉及配送装置、气体存储方法及气体

配送方法。其中，配送装置用于配送气体，配送装

置包括第一本体和气阀。第一本体具有可变容积

的第一容纳腔，第一容纳腔用于存储气体。气阀

与第一本体连接，气阀包括阀芯，在外力作用下，

阀芯能运动，以使气阀用于流通或阻断气体。本

申请的配送装置、气体存储方法及气体配送方法

可以降低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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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配送装置，用于配送气体，其特征在于，包括：

第一本体，具有可变容积的第一容纳腔，所述第一容纳腔用于存储气体；

气阀，与所述第一本体连接，所述气阀包括阀芯，在外力作用下，所述阀芯能运动，以使

所述气阀用于流通或阻断所述气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气阀包括第一阀体和对接件，所

述第一阀体与所述第一本体连接，所述第一阀体设置有第二容纳腔；所述对接件位于所述

第二容纳腔内，所述对接件设置有能与所述第一容纳腔连通的流道，所述对接件用于与管

路接口密封连接，所述管路接口用于流通所述气体，所述流道用于与所述管路接口连通。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容纳腔包括用于容纳所述对

接件的第一腔，所述第一腔的形状为圆锥台状，且所述第一腔的垂直于轴的截面积沿所述

第二容纳腔指向所述第一容纳腔的方向逐步减小；在外力作用下，所述对接件能在所述第

一腔内移动，且所述对接件的侧壁能与所述第一阀体中用于围合形成所述第一腔的侧壁密

封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件包括第二本体和第一凸起

部，所述流道设置于所述第二本体，所述第二本体用于与所述管路接口密封连接，所述第一

凸起部由所述第二本体的侧壁凸起，所述第一凸起部的侧壁与所述第一阀体中用于围合形

成所述第一腔的侧壁过盈配合。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二本体的结构呈锥筒状，所述

第二本体围合形成有第一流通腔，所述第二本体的外端面设置有第一流通孔，所述第一流

通孔与所述第一流通腔连通以形成所述流道，所述第二本体的外端面用于与所述管路接口

密封连接；

所述阀芯位于所述第二容纳腔内，在外力作用下，所述第二本体中用于围合形成所述

第一流通腔的侧壁能与所述阀芯抵接并能带动所述阀芯移动，以使所述气阀处于流通状

态。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件中用于与所述管路接口密

封连接的一端设置有圆锥台状的沉孔，所述沉孔作为所述流道的一部分，所述对接件中用

于围合形成所述沉孔的侧壁用于与所述管路接口密封连接。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对接件的结构呈环状，所述对接

件设置有第一圆柱孔，所述第一圆柱孔与所述沉孔连通以形成所述流道；所述阀芯位于所

述第二容纳腔内，所述对接件中用于围合形成所述第一圆柱孔的侧壁与所述阀芯连接，在

外力作用下，所述对接件能带动所述阀芯移动，以使所述气阀处于流通状态。

8.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本体包括第一壳体和活塞，

所述第一壳体与所述气阀连接，所述第一壳体设置有腔室，所述腔室与所述气阀内相连通，

所述活塞设置于所述腔室内，所述活塞与所述腔室的侧壁密封连接且滑动连接，所述腔室

中位于所述气阀和所述活塞之间的空间形成所述第一容纳腔；所述配送装置还包括致动

件，所述致动件能与所述活塞中背离所述第一容纳腔的一侧连接或抵接。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致动件能相对于所述第一壳体分

阶段地向所述腔室内滑动。

10.根据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送装置还包括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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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管路，所述输送管路具有第一输入端和第一输出端，所述第一输入端能与所述气阀连接，

所述第一输出端用于排出所述气体。

11.根据权利要求10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送装置还包括与所述输送管

路连接的防呆件，在排出所述气体前，所述防呆件用于限制所述第一输出端运动；在排出部

分所述气体后，所述防呆件被触发至能解除所述防呆件对于所述第一输出端限制作用的状

态。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送装置还包括致动件，所述

致动件用于缩小所述第一容纳腔的容积，所述致动件能通过所述防呆件与所述输送管路连

接，所述防呆件包括相连接的固定部分和可变位部分，所述致动件能与所述可变位部分变

位抵接并能带动所述可变位部分变位，以使所述防呆件能与所述致动件分离，和/或，以使

所述防呆件能与所述输送管路分离。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配送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致动件包括推动部，所述推动

部的至少部分边缘相对于所述致动件的预设移动方向倾斜，所述防呆件包括滑动连接的第

三壳体和第五限位件，所述第三壳体与所述致动件滑动连接，所述第五限位件相对于所述

第三壳体处于第一位置时，所述输送管路被所述第五限位件限位，所述第五限位件相对于

所述第三壳体处于第二位置时，所述输送管路能脱离于所述第五限位件；在外力作用下，所

述推动部能与所述第五限位件抵接，以使所述第五限位件能带动所述第三壳体与所述第一

本体抵接后，所述推动部还能带动所述第五限位件相对于所述第三壳体从所述第一位置滑

动至所述第二位置。

14.一种气体存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激活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所述气阀

处于流通状态，使所述气体从气源经所述气阀流入所述配送装置内；

使所述气阀由流通状态切换至阻断状态。

15.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气体存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送装置具有第一容纳

腔，所述使所述气体从气源经所述气阀流入所述配送装置的方法包括：利用所述气体的气

压使所述第一容纳腔的容积增加，并且使所述气体流入所述第一容纳腔，和/或，利用外力

使所述第一容纳腔的容积增加，对所述气体产生负压作用，以使所述气体流入所述第一容

纳腔。

16.根据权利要求14所述的气体存储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配送装置包括用于存储气

体的第一本体；

在所述激活所述配送装置的气阀之前，所述方法还包括：在使所述气阀和所述第一本

体连接之前，利用气源的气体吹扫所述气阀中用于与所述第一本体连接的一端，以及吹扫

所述第一本体中用于与所述气阀连接的一端；

和/或，所述使所述气体从气源经所述气阀流入所述配送装置的方法包括：利用气源的

气体吹扫所述气阀中背离所述第一本体的一端。

17.一种气体配送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权利要求1~9中任一项所述的配送装置配送

气体，所述方法包括：激活所述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所述气阀处于流通状态；

缩小所述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容积，以使位于所述第一容纳腔的所述气体的至少部

分被排放至所述配送装置的外部；

和/或，分阶段地缩小所述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的容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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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一种气体配送方法，其特征在于，利用权利要求10~13中任一项所述的配送装置配

送气体，所述方法包括：

激活所述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所述气阀处于流通状态；

缩小所述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容积，以使位于所述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内的所述

气体的至少部分推动位于所述配送装置的输送管路内的空气至所述配送装置的外部；

继续缩小所述第一容纳腔的容积，以使所述气体的至少部分被配送至受气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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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装置、气体存储方法及气体配送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申请涉及医疗设备技术领域，尤其涉及配送装置、气体存储方法及气体配送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现有技术使用输送装置将血管造影剂输送生物体内，但现有技术中输送装置需要

在手术现场与高压气源连通，通过临时存储气体再向生物体输送气体。手术现场难以严格

地保证较高的洁净度，手术现场所使用高压气源的管路接口为可重复使用接口，气体被污

染可能性较大，生物体容易发生感染病情。

发明内容

[0003] 本申请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配送装置，用于配送气体，配送装置包括第一本体和气

阀。第一本体具有可变容积的第一容纳腔，第一容纳腔用于存储气体。气阀与第一本体连

接，气阀包括阀芯，在外力作用下，阀芯能运动，以使气阀用于流通或阻断气体。相比现有技

术的配送装置，本申请的配送装置可以预先在洁净环境中存储气体，本申请的配送装置无

需在手术现场中从可重复使用的高压气源存储可能被污染的气体，本申请配送装置可以向

生物体配送洁净度较高的气体，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本申请第二方面提供

一种气体存储方法，利用上述内容的配送装置（不包括输送管路和与输送管路连接的防呆

件）存储气体，本申请的气体存储方法包括：激活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气阀处于流通状态，使

气体从气源经气阀流入配送装置内；使气阀由流通状态切换至阻断状态。将气源的接口与

配送装置的气阀连接，在气源的接口与气阀连接的过程中，气阀被激活至流通状态。上述方

法使得本申请的配送装置无需在手术现场中从可重复使用的气源存储可能被污染的气体，

本申请的配送装置可以直接向生物体配送洁净度较高的气体，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

性较低。其次，在手术过程中，用户使用预充气的配送装置时无需复杂的阀门操作，仅需操

作气阀的阀芯运动，将气阀从阻断气体的状态调整至流通气体的状态即可。因此，上述气体

存储方法可以节省手术时间，用户使用体验较高。本申请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气体配送方法，

利用上述内容的配送装置（不包括输送管路和与输送管路连接的防呆件）配送气体，本申请

的气体配送方法包括：激活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气阀处于流通状态；缩小配送装置的第一容

纳腔的体积，以使位于第一容纳腔的气体的至少部分被排放至配送装置的外部。本申请第

三方面提供的方法的技术效果和第二方面提供的方法的技术效果相同。本申请第四方面提

供一种气体配送方法，利用上述内容的配送装置（包括输送管路）配送气体，本申请的气体

配送方法包括：激活配送装置的气阀，使气阀处于流通状态；缩小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容

积，以使位于配送装置的第一容纳腔内的气体的至少部分推动位于配送装置的输送管路内

的空气至配送装置的外部；继续缩小第一容纳腔的容积，以使气体的至少部分被配送至受

气目标。降低生物体被输送空气或杂质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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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4] 图1为配送装置的结构图；图2为图1中配送装置的剖视图，其中，未显示输送管路4

和防呆件5；图3为图2中A部分的局部放大图；图4为图3中对接件的结构图；图5为图4中对接

件的剖视图；图6为对接件在另一种实施例中的剖视图；图7为另一种实施例的对接件和阀

芯的结构图；图8为图3中阀针的结构图；图9为阀芯的剖视图；图10为活塞的结构图；图11为

致动件在第二种实施例中的结构图；图12为第三种实施例的致动件与第一种实施例的第六

限位件的装配图；图13为图12中第六限位件的结构图；图14为第四种实施例的致动件与第

二种实施例的第六限位件的装配图；图15为图14中第六限位件的结构图，其中，未显示限位

盖；图16为图15中第六限位件的爆炸结构图；图17为第二种实施例的防呆件的结构图；图18

为第二锁止件的爆炸结构图，其中，未显示盖板；图19为第二锁止件的结构图；图20为第二

夹块的结构图；图21为第一种实施例的防呆件的结构图；图22为第一种实施例的防呆件的

局部爆炸结构图；图23为输送管路与第三种实施例的防呆件的装配图；图24为单向阀、气囊

管、第二壳体和第三限位件的装配图，其中，单向阀位于第二壳体内；图25为单向阀、气囊

管、第二壳体和第三限位件的装配图，其中，单向阀位于第二壳体外；图26为气体存储方法

的流程图；图27为气体配送方法的流程图；图28为气体配送方法在另一种实施例中的流程

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05] 针对背景技术中的问题，本申请实施例第一方面提供一种配送装置，该配送装置

可以应用于医疗手术中向生物体（例如人或动物）内配送医用气体，该气体可以是二氧化

碳、氮气、氧气、一氧化二氮、氢气中的至少一种。配送装置不仅可以应用于血管造影手术

中，也可以应用于在生物体内植入医疗器械的手术中，通过向生物体内配送气体，将生物体

的空气置换至生物体外，还可以应用于向生物体的非血管组织注入气体。本文后续内容主

要以应用于血管造影手术以及配送气体为二氧化碳为例介绍配送装置。配送装置10包括第

一本体1（如图1‑图2所示）和气阀2（如图3所示）。如图2所示，第一本体1具有可变容积的第

一容纳腔111a，第一容纳腔111a用于存储气体。如图3所示，气阀2与第一本体1连接，气阀2

包括阀芯23，在外力作用下，阀芯23运动，以使气阀2用于流通或阻断气体。如图1‑图3所示，

第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可以存储有用于向生物体内配送的气体。第一容纳腔111a

的容积可变，当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加时，第一容纳腔111a内可以存储更多的气体，当

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减少时，可以从第一容纳腔111a向外排出气体。与第一本体1连接的

气阀2具有流通状态或阻断状态，在外力作用下可以使气阀2在流通状态和阻断状态之间切

换。当在生产配送装置10的过程中，可以先将气阀2调整至流通状态，气源内的气体可以经

过气阀2流入第一容纳腔111a，随着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多，所存储的气体的量也增

多。当存储量达到目标值时，将气阀2调整至阻断状态，以使气体被存储于第一容纳腔111a

内。配送装置10在被生产成为合格的医用产品后，可以被应用于需要医用气体的手术中，例

如血管造影手术。在手术中，可以将气阀2调整至流通状态，缩小的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

以使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可以经过气阀2被配送至生物体内。在手术中，气阀2可以与

用于流通气体的输送管路连接，该输送管路用于与生物体内连通，即经气阀2流出的气体可

以经输送管路流入至生物体内。在其它手术中，气阀2可以直接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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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现有技术的配送装置，配送装置10可以预先在洁净环境中存储气体，配送装置10无需在

手术现场中从可重复使用的气源存储可能被污染的气体，配送装置10可以向生物体配送洁

净度较高的气体，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其次，在手术过程中，用户使用配送

装置10无需复杂的阀门操作，仅需操作气阀2的阀芯23运动，将气阀2从阻断状态调整至流

通状态即可；也无需复杂的气体配送操作，仅需将第一容纳腔111a内容积缩小即可。因此，

配送装置10的操作难度较低，还可以节省手术时间，用户使用体验较高。再者，配送装置10

所存储的气体可以为常压气体，例如二氧化碳、氮气、一氧化二氮的气压为0.01Mpa~2Mpa，

氧气和氢气的气压为0.1Mpa~2Mpa，在向生物体内配送常压气体时，生物体对常压气体的可

接受程度较高，生物体出现生理不适状况的可能性较低。进一步地，由于配送装置10无需气

源的配合使用，配送装置10具有较好的便携性，用户可以根据所需气体量，调配适当数量的

配送装置10即可，而且配送装置10没有气源的连接约束，在操作过程中具有较强的灵活性，

用户使用体验较好。其中，二氧化碳、氮气、一氧化二氮的气压具体可以为0 .01Mpa、

0.05Mpa、0.09Mpa、0.2Mpa、0.6Mpa、1Mpa、1.6Mpa、2.0Mpa。氧气和氢气的气压具体可以为

0.1Mpa、0.5Mpa、0.9Mpa、1.1Mpa、1.5Mpa、1.9Mpa、2.0Mpa。阀芯23结构可以为杆结构、片结

构、球结构、柱状结构等可以控制气体流动的阀零件。阀芯23的运动可以是直线移动、转动

或螺旋运动。

[0006] 可选地，如图3所示，气阀2包括第一阀体21和对接件22，第一阀体21与第一本体1

连接，第一阀体21设置有第二容纳腔211，对接件22位于第二容纳腔211内，对接件22设置有

能与第一容纳腔111a连通的流道223，对接件22用于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管路接口用于流

通气体，流道223用于与管路接口连通。在生产配送装置10的过程中，可以将气源的管路接

口（图中未示出）与气阀2连接。详细地说，将气源的管路接口的至少部分插入第一阀体21的

第二容纳腔211内，同时将气源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密封连接，以及使气源的管路接口与

对接件22的流道223连通，气源的气体可以从气源的管路接口流动至对接件22的流道223

内。当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时，气体可以从流道223流入至第一容纳腔111a内，从而使气体存

储于第一容纳腔111a内。由于气源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密封连接，配送装置10外部污染

物经气源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之间的配合位置进入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可能性较低。因

此，配送装置10所存储的气体的洁净度较高，利用配送装置10向生物体内配送气体后，生物

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在手术过程中，可以将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的管路接口

（如图1所示的输送管路4的第一输入端41）的至少部分插入第一阀体21的第二容纳腔211

内，同时将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密封连接，以及使用于向生物体

输送气体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的流道223连通。当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时，气体可以从第

一容纳腔111a经流道223流入至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的管路接口。由于用于向生物体输

送气体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密封连接，配送装置10外部污染物经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

的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之间的配合位置进入生物体内的可能性较低。因此，在使用配送装

置10向生物体配送气体后，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对接件22可以具有弹性，当

对接件22与管路接口连接时，受挤压力作用的对接件22发生形变，该设置使得对接件22与

管路接口之间的有效密封连接面积增加，提高对接件22与管路接口的密封连接效果。气体

在流道223和第一容纳腔111a之间的流动可以经由第二容纳腔211。

[0007] 可选地，如图3所示，第二容纳腔211包括用于容纳对接件22的第一腔211a，第一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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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a形状为圆锥台状，第一腔211a的垂直于轴（图3所示点划线）的截面积沿第二容纳腔211

指向第一容纳腔111a的方向逐步减小，在外力作用下对接件22在第一腔211a内移动，对接

件22侧壁能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密封连接。该方案为气体在流

道223和第一容纳腔111a之间经由第二容纳腔211流动的方案。当对接件22与气源的管路接

口密封连接时，或者，当对接件22与用于向生物体输送气体的管路接口密封连接时，管路接

口推动对接件22在第二容纳腔211内沿第二容纳腔211指向第一容纳腔111a的方向移动。由

于对接件22位于第二容纳腔211的第一腔211a内，且第一腔211a的垂直于轴（图3所示的点

划线）的截面积沿第二容纳腔211指向第一容纳腔111a的方向逐步减小，对接件22在移动过

程中，对接件22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之间能形成过盈配

合，从而实现密封连接，该设置一方面可以降气体从第二容纳腔211泄露至气阀2外部的可

能性，具有节省气体的效果；另一方面，该密封连接设置也降低配送装置10外部污染物进入

第二容纳腔211以及第一容纳腔111a的可能性。因此，在使用配送装置10向生物体配送气体

后，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对接件22可以具有弹性，当对接件22与管路接口连

接时，受挤压力作用的对接件22发生形变，该设置使对接件22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

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之间的有效密封连接面积增加，提高对接件22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

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的密封连接效果。另外，如图3所示，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

第一腔211a的侧壁与第一腔211a的轴（如图3所示点划线）之间具有设定夹角β，夹角β在
0.5°~5°范围内，夹角β具体可以为0.5°、1°、1.72°、2°、3°、4°、5°。

[0008] 可选地，如图4所示，对接件22包括相连接的第二本体221和第一凸起部222，流道

223设置于第二本体221，第二本体221用于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第一凸起部222由第二本

体221的侧壁凸起，第一凸起部222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

过盈配合。在对接件22的第二本体221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后，气体可以在设置于第二本体

221的流道223与管路接口之间流动。在第二本体221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之前，对接件22的

第一凸起部222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过盈配合，以使对

接件22与第一阀体21固定连接，即对接件22从第一腔211a脱离至第一阀体21外部的可能性

较低，而且对接件22可以在第一腔211a内稳定地处于待连接的位置，即管路接口与第二本

体221的连接成功率较高。对接件22的第一凸起部222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

第一腔211a的侧壁过盈配合，还使得第一凸起部222与第一阀体21已处于密封连接状态。在

第二本体221与管路接口连接的过程中，管路接口带动第二本体221移动时也带动第一凸起

部222移动，使得第一凸起部222与第一阀体21之间的过盈配合程度更大，第一凸起部222与

第一阀体21的密封连接可靠性程度更高，配送装置10外部污染物进入第一容纳腔111a或者

进入生物体内的可能性更低。因此，在使用配送装置10向生物体配送气体过程中，生物体发

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更低。对接件22可以具有弹性，当对接件22与管路接口连接时，受挤压

力作用的对接件22的第一凸起部222发生形变，该设置使第一凸起部222与第一阀体21中用

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之间的密封连接面积进一步增加，进一步提高密封连接效

果。

[0009] 可选地，如图3‑图5所示，第二本体221的结构呈锥筒状，第二本体221围合形成有

第一流通腔223a，第二本体221的外端面设置有第一流通孔223b，第一流通孔223b与第一流

通腔223a连通以形成流道223，第二本体221的外端面用于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阀芯2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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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容纳腔211内，在外力作用下，第二本体2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流通腔223a的侧壁

能与阀芯23抵接并能带动阀芯23移动，以使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当管路接口与第二本体

221的外端面密封连接时，气体可以在管路接口和第一流通腔223a之间经由第一流通孔

223b流动。在管路接口与第二本体221的外端面密封连接过程中，管路接口带动第二本体

221移动，以使第二本体2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流通腔223a的侧壁能与阀芯23抵接，并且

使得第二本体221带动阀芯23移动，从而使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即气体可以在第一流通腔

223a与第一容纳腔111a之间经由第二容纳腔211流动。因此，配送装置10可以利用管路接口

与对接件22连接不仅可以实现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的密封连接以及实现对接件22与第一

阀体21的密封连接，还可以使对接件22从的阻断状态切换至流通状态，即配送装置10的操

作难度较小，用户使用体验较高。其中，对接件22可以具有弹性，当对接件22与管路接口连

接时，受挤压力作用的对接件22发生形变，该设置使对接件22外端面与管路接口之间有效

密封连接面积增加，进一步提高对接件22外端面与管路接口的密封连接效果。

[0010] 可选地，如图6所示，对接件22中用于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的一端设置有圆锥台状

的沉孔223c，沉孔223c作为流道223的一部分，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的侧壁用

于与管路接口密封连接。在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对接过程中，管路接口先与对接件22中用

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的侧壁抵接，由于沉孔223c为圆锥台状，沉孔223c的垂直于轴的截面

积沿沉入对接件22的方向逐渐收缩，因此，管路接口在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

的侧壁的引导下，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的流道223对准的成功率较高，流道223与管路接口

之间的流通面积较大，可以使气体在流道223和管路接口之间顺畅地流动。其次，管路接口

与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的侧壁可以过盈配合，从而实现密封连接。对接件22

的外壁中环绕沉孔223c的部分也被管路接口挤压至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

211a的侧壁，即对接件22的外壁中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之间的

有效密封连接面积更大，进一步降低配送装置10外部污染物经由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

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与对接件22之间进入第一容纳腔111a或者进入生物体内的可能性。

[0011] 可选地，如图6所示，对接件22的结构呈环状，对接件22设置有第一圆柱孔223d，第

一圆柱孔223d与沉孔223c连通以形成流道223。阀芯23位于第二容纳腔211内，对接件22中

用于围合形成第一圆柱孔223d的侧壁与阀芯23连接，在外力作用下，对接件22能带动阀芯

23移动，以使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当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的侧壁

密封连接时，气体能在管路接口与第一圆柱孔223d之间经由沉孔223c流动。在管路接口与

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沉孔223c的侧壁密封连接过程中，管路接口带动对接件22移动，

以使对接件22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圆柱孔223d的侧壁带动阀芯23移动，从而使气阀2处于

流通状态，即气体可以在第一圆柱孔223d与第一容纳腔111a之间经由第二容纳腔211流动。

因此，配送装置10不仅可以实现管路接口与对接件22的密封连接以及实现对接件22与第一

阀体21的密封连接，还可以使对接件22从的阻断状态切换至流通状态，即配送装置10的操

作难度较小，用户使用体验较高。如图3所示，气阀2还包括第三弹性件24，阀芯23包括相连

接的阀针231和第一密封圈232，第二容纳腔211包括与第一腔211a连通的第二腔211b，第二

腔211b的一端能与第一容纳腔111a连通，第二腔211b的另一端能与第一腔211a连通。阀针

231的至少部分位于第一腔211a内，阀针231的另一至少部分位于第二腔211b内。阀针231中

位于第一腔211a的部分与对接件22连接，阀针231中位于第二腔211b的部分通过第三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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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24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二腔211b的侧壁连接，在第三弹性件24的弹力作用

下，第一密封圈232能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二腔211b的侧壁抵接，并将第一腔

211a与第二腔211b隔断，以使气阀2处于阻断状态。当对接件22带动阀针231克服第三弹性

件24的弹力作用时，阀针231带动第三弹性件24移动，以使第三弹性件24与第一阀体21中用

于围合形成第二腔211b的侧壁分离，并且使第一腔211a与第二腔211b连通，以使气阀2处于

流通状态。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腔211a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

二腔211b的侧壁的连接位置处设置有第一台阶部212，第三弹性件24能与第一台阶部212抵

接，以使第一腔211a与第二腔211b隔断，从而使气阀2处于阻断状态。阀针231侧壁设置有第

一挡接部231a，第一挡接部231a用于与第一密封圈232抵接，第一挡接部231a能将第一密封

圈232压紧于第一台阶部212。如图7‑图9所示，阀针231侧壁设置有用于流通气体的流通槽

231b，以在阀针231与对接件22连接情况下，气体能在设置于对接件22的流道223与设置于

阀针231的流通槽231b之间流动。当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下，流通槽231b还能与第二腔211b

相连通，从而与第一容纳腔111a连通。如图3所示，当气体需要从配送装置10外部进入第一

容纳腔111a内或者气体需要从第一容纳腔111a经气阀2流出时，将管路接口与第一阀体21

连接，详细地说，将管路接口的至少部分伸入第一腔211a内，管路接口能与对接件22密封抵

接并带动对接件22沿第二容纳腔211指向第一容纳腔111a的方向移动，对接件22带动阀针

231移动，以使阀针231带动第一密封圈232与第一台阶部212分离，从而使管路接口、对接件

22的流道223、第二容纳腔211的第二腔211b、第一容纳腔111a依次连通成通路，气体可以在

该通路内流动。此外，管路接口的其余部分可以与第一阀体21的外壁卡接或螺纹连接，以使

管路接口与第一阀体21固定连接。当管路接口与第一阀体21分离时，在第三弹性件24的弹

力作用下，带动阀针231沿第一容纳腔111a指向第二容纳腔211的方向移动，以带动第一密

封圈232与第一台阶部212抵接，从而使第一腔211a与第二腔211b隔断，限制气体在第一腔

211a与第二腔211b之间流动。如图3所示，第一本体1包括第一对接端112，第一对接端112内

设置有与第一容纳腔111a连通的插入口112a，插入口112a用于容纳第一阀体21的至少部

分，第一阀体21包括第二对接端213，第二对接端213内设置有与第二容纳腔211连通的流通

口213a，流通口213a还与第一容纳腔111a连通。其中，第一对接端112和第一阀体21的连接

可以是粘接、密封螺纹连接或者一体成型连接。另外，第二对接端213中面向第一容纳腔

111a的一端位于插入口112a中面向第一容纳腔111a的一端，即第一对接端112中用于围合

形成插入口112a的侧壁至少与第二对接端213的外侧壁抵接，以减少所能存储空气的容积。

第一对接端112中用于围合形成插入口112a的侧壁设置有台阶部，该台阶部用于与设置于

第一阀体21的外壁的台阶部抵接，以限制第一阀体21相对于第一对接端112的位置。配送装

置10还包括弹性且截面呈T字形的第二密封圈25，第一对接端112中用于围合形成插入口

112a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的外壁之间还设置有用于容纳第二密封圈25的至少部分的容纳

空间，当第一阀体21的外壁与输送管路4连接时，第二密封圈25被输送管路4挤压，第二密封

圈25可以使第一对接端112中用于围合形成插入口112a的侧壁与第一阀体21外壁之间的连

接位置被密封，受压的第二密封圈25还具有弹力作用，该弹力作用至输送管路4，以使输送

管路4与第一阀体21的外壁的螺纹连接可靠性更高。

[0012] 可选地，如图2所示，第一本体1包括第一壳体11和活塞12，第一壳体11与气阀2连

接，第一壳体11设置有腔室111，腔室111与气阀2内相连通，活塞12设置于腔室111内，活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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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与腔室111的侧壁密封连接且滑动连接，腔室111中位于气阀2和活塞12之间的空间形成

第一容纳腔111a。在生产配送装置10的过程中，通过移动活塞12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

增加，以使第一容纳腔111a内可以存储更多的气体。在手术中，用户通过移动活塞12使第一

容纳腔111a的容积减少，以使气体从第一容纳腔111a排出，该结构的操作难度较低，用户使

用体验较好。可选地，如图2所示，配送装置10还包括致动件3，致动件3能与活塞12中背离第

一容纳腔111a的一侧连接。如图10所示，活塞12中背离第一容腔111a的一面设置有凹孔

121，活塞12中用于围合形成凹孔121的侧壁设置有沿径向延伸的连接柱121a。如图11所示，

致动件3包括连接端31，连接端31的侧壁设置有凹槽311，凹槽311的结构为L型结构，凹槽

311包括垂直连通的第一段311a和第二段311b，连接柱121a的至少部分可以经第一段311a

运动至第二段311b内，从而使活塞12与致动件3连接。可选地，如图2所示，配送装置10还包

括致动件3，致动件3能与活塞12中背离第一容纳腔111a的一侧抵接。在该设置下，用户可以

推动致动件3移动，致动件3带动活塞12移动，以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缩小，从而排出第

一容纳腔111a的气体。当用户因误操作回拉致动件3时，致动件3与活塞12分离，活塞12不被

致动件3带动，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仍保持不变，生物体内的血液不会被配送装置10抽

出。因此，配送装置10具有可靠的医用安全性。

[0013] 可选地，致动件3能相对于第一壳体11分阶段地向腔室111内滑动。在该设置下，气

体被分批量地注入生物体内，降低用户因误操作配送装置10导致过多的气体被配送至生物

体内的可能性，即降低发生过量注射导致生物体生理不适的可能性。配送装置10还包括与

致动件3连接的第六限位件6，第六限位件6可以用于实现分批注射气体的效果。如图12所

示，致动件3的推杆32设置有螺旋槽324，推杆32还设置有至少两个位于螺旋槽324内且间隔

设置的第五定位部323（凹陷结构或盲孔结构）。如图13所示，第六限位件6包括相连接的限

位环61和限位钉62，推杆32穿设于限位环61，限位环61包括凸起的运动部611，运动部611和

螺旋槽324滑动配合，以使限位环61能相对于推杆32螺旋运动（螺旋运动为沿推杆32长度方

向的运动和绕推杆32轴线的旋转运动的复合运动），限位钉62能与第五定位部323卡接，以

限制限位环61相对于推杆32的运动。限位环61的曲面侧壁可以设置有镂空部612，该镂空部

612连通至运动部611，限位环61中用于围合形成镂空部612的侧壁与限位钉62螺纹连接，第

五定位部323突出于镂空部612以及相对于运动部611凸起。螺旋槽324具有设定的螺旋升角

γ ，满足25°≤ γ ≤30°，其中，螺旋升角 γ 具体可以为25°、26°、28°、29°、30°。当螺旋升角 γ
在25°~30°范围内时，推杆32中用于围合形成螺旋槽324的侧壁与运动部611之间可以实现

自锁效果，详细地说，当限位环61承受沿推杆32长度方向的作用力时，推杆32中用于围合形

成螺旋槽324的侧壁与运动部611之间具有较大的摩擦力，运动部611难以在螺旋槽324内滑

动。因此，该自锁效果可以和限位钉62的卡接作用协同限制限位环61相对于推杆32的运动。

如图14所示，致动件3的推杆32设置有至少两个沿推杆32长度方向间隔设置的第五定位部

323（豁口结构或凹陷结构）。如图14所示，第六限位件6还包括相连接的限位环61、限位壳

63、限位盖64。如图15‑图16所示，限位壳63设置有第四容纳腔631，限位盖64盖合于限位壳

63，限位环61位于限位壳63和限位盖64之间，限位环61包括位于第四容纳腔631内且相连接

的运动部611和止挡片613，限位环61还包括位于限位盖64外的拨片614，用户可以拨动拨片

614相对于设置于限位壳63的开口634活动，以带动运动部611相对于限位壳63转动，从而改

变止挡片613相对于限位壳63的位置。止挡片613可以转动至与第五定位部323卡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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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限制第六限位件6相对于推杆32沿推杆32长度方向的运动；止挡片613可以转动至与第五

定位部323分离的位置，以使第六限位件6可以相对于推杆32沿推杆32长度方向运动。止挡

片613设置有倒角部613a，可以提高止挡片613与第五定位部323卡接的成功率。第六限位件

6还包括第四弹性件65，限位壳63包括第六挡接部633，限位环61包括呈坡形状的第五挡接

部615，第四弹性件65一端与第六挡接部633连接，第四弹性件65另一端与第五挡接部615连

接。当用户拨动拨片614以使止挡片613与第五定位部323解除卡接时，第五挡接部615被带

动向第六挡接部633靠近，第四弹性件65被第五挡接部615和第六挡接部633压缩；当用户取

消操作拨片614时，第四弹性件65的回弹力使第五挡接部615远离第六挡接部633，从而使止

挡片613复位至能与第五定位部323卡接的位置。限位壳63包括限位曲面侧壁636，限位曲面

侧壁636能与第五挡接部615抵接，以在止挡片613复位时限制运动部611相对于限位壳63转

动过度。限位壳63设置有相连通的第三贯穿孔632和第八豁口635，第三贯穿孔632用于被推

杆的主体穿设，第八豁口635用于被推杆32的肋板穿设。根据上述两种关于第六限位件6的

实施例，用户可以使第六限位件6相对于推杆32定位于至少两个不同的位置。当用户推动推

杆32进行注射操作时，第六限位件6可以抵接于第一本体1或防呆件5，以限制推杆32的运

动，从而限制注射量。用户可以操作第六限位件6相对于推杆32定位于另一位置，以使第六

限位件6不具有限位作用，用户可以继续推动推杆32进行注射操作，第六限位件6会再次抵

接于第一本体1或防呆件5，以限制推杆32的运动，从而又限制注射量。上述设置可以使气体

被分批量地注入生物体内。

[0014] 其中，用户的一只手可以握住第一本体1，用户的另一只手可以推动推杆32，用户

的用于握住第一本体1的手的大拇指可以用于操作第六限位件6，该设置使得配送装置10的

操作难度较低。

[0015] 可选地，如图1所示，配送装置10还包括输送管路4，输送管路4具有第一输入端41

和第一输出端42，第一输入端41能与气阀2连接，第一输出端42用于排出气体。输送管路4的

第一输入端41可以与气阀2连接，第一输出端42可以与插入生物体内的预留管（图中未示

出）连接，从而形成配送气体的通路，用户可以将位于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经由气阀2

排放至第一输入端41内，位于第一输入端41内的气体可以再经由第一输出端42和预留管排

放至生物体内。其中，如图1所示，第一输入端41可以是鲁尔激活阀（鲁尔阀或鲁尔接头），鲁

尔激活阀是一种标准化的微量无渗接头。当鲁尔激活阀未与气阀2连接时，鲁尔激活阀能够

阻断空气进入自身，保持输送管路4处于封闭状态。当鲁尔激活阀与气阀2连接时，鲁尔激活

阀可以被激活至流通状态，相应地，气阀2可以被激活至流通状态。在其它实施例中（图中未

示出），第一输入端41也可以是真空切断器（无菌断开器），第一输出端42可以是单向阀，第

一输出端42也可以是开关阀。

[0016] 可选地，如图1所示，配送装置10还包括与输送管路4连接的防呆件5，在排出气体

前，防呆件5用于限制第一输出端42运动至能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的位置。其中，受气管

路为用于接收输送管路4内气体的管路，受气管路可以为插入生物体内的预留管（图中未示

出）。在排出部分气体后，防呆件5被触发至能解除防呆件5对于第一输出端42的限制作用的

状态。如图1所示，在手术过程中，配送装置10的输送管路4内具有一定量的空气，而非生物

体所需的纯净的医用气体，因此用户需要先将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的一部分释放出

来，以使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被排放至配送装置10外，以及使输送管路4内的气体为生物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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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纯净的医用气体。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连接，并且防呆件5对于输送管路4具有限位

作用，当用户将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的一部分排出并利用该气体将输送管路4内的空

气排干净后，防呆件5被触发至能解除防呆件5对于第一输出端42的限制作用的状态，用户

才可以将第一输出端42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并继续将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剩余的气体

排放至生物体内。因此，配送装置10具有防呆效果，降低用户因误操作将输送管路4内空气

排放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即配送装置10具有可靠的医用安全性。其中，防呆件5可以与第

一输出端42连接，防呆件5可以限制第一输出端42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可选地，如图1所

示，致动件3通过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连接，防呆件5包括相连接的固定部分和可变位部分，

致动件3能与可变位部分变位抵接并能带动可变位部分变位，以使防呆件5能与致动件3分

离。在手术过程中，致动件3通过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连接，以限制第一输出端42运动至能

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的位置。用户需要先利用致动件3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使

第一容纳腔111a内部分气体排出，从而利用该气体将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排放至配送装置

10外，并且使输送管路4内充满生物体所需的纯净的医用气体。在此之后，致动件3能与可变

位部分变位抵接并能带动可变位部分变位，以使防呆件5被触发至能与致动件3分离的状

态，即防呆件5被触发至能解除防呆件5对于第一输出端42的限制作用的状态，用户才可以

将第一输出端42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并继续将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剩余的气体排放至

生物体内，降低用户因误操作将输送管路4内空气排放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即配送装置10

具有较好的医用安全性。可选地，如图1所示，致动件3通过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连接，防呆

件5包括相连接的固定部分和可变位部分，致动件3能与可变位部分变位抵接并能带动可变

位部分变位，以使防呆件5能与输送管路4分离。该实施例的相关结构和防呆操作过程可参

照上一段内容，区别仅在于防呆件5能与输送管路4分离，此处不再赘述。该实施例的配送装

置10也可以降低用户因误操作将输送管路4内空气排放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即配送装置

10也具有较好的医用安全性。当然，防呆件5也可以与致动件3、输送管路4同时分离。可选

地，如图17所示，防呆件5包括第一锁止件51和第二锁止件52，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锁止件

52卡接，第一锁止件51和第二锁止件52能夹持致动件3和输送管路4，在外力作用下，第一锁

止件51能与第二锁止件52解除卡接。第一锁止件51和第二锁止件52通过夹持致动件3和输

送管路4，以限制第一输出端42运动至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的位置。当用户通过推动致动

件3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时，致动件3可以带动防呆件5与第一本体1接触并相互挤

压，以使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锁止件52解除卡接，第一锁止件51和第二锁止件52对于致动

件3和输送管路4不再具有夹持作用，用户可以将第一输出端42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

[0017] 如图2所示，第一本体1包括与第一壳体11连接的第四限位件13，第四限位件13用

于限制活塞12脱离第一壳体11。第一壳体11可以与第四限位件13螺纹连接、卡接或一体成

型连接。第一锁止件51包括第一夹块511和第一卡钩513。第一夹块511设置有第一夹持豁口

部511a和第二夹持豁口部511b，第二锁止件52包括第二夹块521、第二限位件524和第一弹

性件525。第二夹块521设置有第三夹持豁口部521c和第四夹持豁口部521d。第一夹持豁口

部511a和第三夹持豁口部521c所围合的空间用于致动件3穿设，并且致动件3能被第一夹块

511和第二夹块521夹持521i。第二夹持豁口部511b和第四夹持豁口部521d所围合的空间用

于输送管路4穿设，并且输送管路4能被第一夹块511和第二夹块521夹持。第一夹块511和第

二夹块521还可以通过薄壁（图中未示出）柔性连接，在外力作用下，第一夹块511可以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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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第二夹块521运动，以使防呆件5与致动件3分离，且使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分离。第一夹

块511和第二夹块521通过薄壁柔性连接的设置还使得被解除卡接关系后的第一夹块511和

第二夹块521仍相连，第一夹块511和第二夹块521中任一个不容易丢失在手术现场，便于用

户在手术结束后对第一夹块511和第二夹块521进行统一回收以及报废处理。第二限位件

524通过第一弹性件525与第二夹块521连接，在第一弹性件525的弹力作用下，第二限位件

524能与第一卡钩513卡接，第二限位件524与第一本体1间隔设置，在外力作用下，致动件3

需要移动预设的距离以使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被排干净后，才能带动第二限位件524与第一

本体1接触并相互挤压，被挤压的第二限位件524能够克服第一弹性件525的弹力作用以进

行脱离于第一卡钩513的运动，以使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锁止件52解除卡接，从而实现上述

关于防呆件5的防呆效果。

[0018] 其中，第二限位件524与第一本体1之间的距离可以根据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量进

行相应地设置。第四限位件13可以包括凸柱（图中未示出），致动件3可以带动第二限位件

524与凸柱相互挤压，使第一卡钩513与第二限位件524分离，以使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锁止

件52解除卡接，从而实现上述的防呆效果。如图18所示，第二夹块521可以设置有第一凹陷

部521f，第一凹陷部521f用于容纳第一卡钩513、第二限位件524和第一弹性件525。第二夹

块521还包括设置于第一凹陷部521f内的转轴521i，第二限位件524的转动部524c与转轴

521i转动连接，第二限位件524通过第一弹性件525与第二夹块521中用于围合形成第一凹

陷部521f的侧壁连接，在第一弹性件525的弹力作用下，第二限位件524的卡接部524a能与

第一卡钩513卡接。当凸柱与第二限位件524的受力部524b接触并相互挤压时，第二限位件

524能克服第一弹性件525的弹力从而与第一卡钩513分离。凸柱可以具有楔形端，受力部

524b可以具有弧面，楔形端与弧面抵接时，凸柱能顺畅地带动受力部524b运动。第一弹性件

525可以为扭簧或弹簧。第二夹块521可以设置有第二凹陷部521g，第二锁止件52可以包括

推动件526和第二弹性件527。推动件526通过第二弹性件527与第二夹块521中用于围合形

成第二凹陷部521g的侧壁连接，推动件526能与第一夹块511抵接。当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

锁止件52解除卡接时，在第二弹性件527弹力作用下，推动件526能推动第一夹块511相对于

第二夹块521运动，以使防呆件5与致动件3分离，且使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分离。推动件526

包括相连接的第二挡接部526a和杆体526b。第二夹块521包括第二台阶部521m，在第二弹性

件527弹力作用下，第二弹性件527能推动第二挡接部526a与第二台阶部521m抵接，以限制

推动件526脱离第二凹陷部521g，杆体526b用于推动第一夹块511。请参照图19‑图20所示，

第二夹块521包括第一部分521j和第二部分521k，第一部分521j相对于第二部分521k较薄，

第一凹陷部521f和第二凹陷部521g均设置于第一部分521j。第二锁止件52还包括盖板528，

盖板528用于与第一部分521j连接，以盖合于第一凹陷部521f和第二凹陷部521g，限制第二

限位件524和第一弹性件525脱离第一凹陷部521f，限制推动件526和第二弹性件527脱离第

二凹陷部521g。第一部分521j设置有与第一凹陷部521f连通的通孔521h，通孔521h用于凸

柱穿过，以使凸柱与第二限位件524的受力部524b接触并相户挤压。在该设置下，用户仅能

通过致动件3使防呆件5向凸柱运动，使凸柱穿过通孔521h后与第二限位件524的受力部

524b接触并相互挤压，才能使第一锁止件51与第二锁止件52解除卡接，该实施例的防呆效

果更好。第四限位件13可以包括第一贯穿孔（图中未示出），第一贯穿孔用于致动件3穿过。

可选地，致动件3可以包括推杆32，推杆32可以设置有第一豁口321，防呆件5的至少部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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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可以嵌入第一豁口321内，从而使防呆件5与推杆32限位连接。

[0019] 可选地，致动件3包括推动部322，推动部322的至少部分边缘相对于致动件3的预

设移动方向（致动件3相对于第一本体1移动的方向或者致动件3的长度方向）倾斜，防呆件5

包括滑动连接的第三壳体57和第五限位件58，第三壳体57与致动件3滑动连接，第五限位件

58相对于第三壳体57处于第一位置时，输送管路4被第五限位件58限位，第五限位件58相对

于第三壳体57处于第二位置时，输送管路4能脱离于第五限位件58，在外力作用下，推动部

322能与第五限位件58抵接，以使第五限位件58能带动第三壳体57与第一本体1抵接后，推

动部322还能带动第五限位件58相对于第三壳体57从第一位置滑动至第二位置。当第五限

位件58相对于第三壳体57处于第一位置时，输送管路4被第五限位件58限位，输送管路4在

外力作用下难以直接脱离第五限位件58。当致动件3用于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而移

动时，第一容纳腔111a内部分的气体被排出，以使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被排出。在该排出空

气过程中，推动部322能与第五限位件58抵接，以使第五限位件58能带动第三壳体57与第一

本体1抵接，然后，第三壳体57被第一本体1限位而停止移动，但推动部322还能继续带动第

五限位件58相对于第三壳体57从第一位置滑动至第二位置，当第五限位件58位于第二位置

时，第五限位件58对输送管路4的限位作用减弱，输送管路4在外力作用下可以轻易地脱离

第五限位件58。在输送管路4可以脱离于第五限位件58之前，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已经被排

干净，可以实现上述内容的防呆效果。第三壳体57包括相连接的套接部57a和延伸部57b，套

接部57a设置有相连通的第二贯穿孔573和第二豁口574，第二贯穿孔573用于致动件3穿设，

第二豁口574用于推动部322穿设，至少两个第二豁口574围绕第二贯穿孔573均布于套接部

57a。延伸部57b设置有滑槽571，滑槽571能连通至第二贯穿孔573和第二豁口574，第五限位

件58能在滑槽571内滑动。滑槽571的延伸设置方向与致动件3相对于第一本体1的移动方向

（致动件3相对于第一本体1移动的方向或者致动件3的长度方向）交叉即可。优选地，滑槽

571的延伸设置方向可以与致动件3相对于第一本体1的移动方向（致动件3相对于第一本体

1移动的方向或者致动件3的长度方向）垂直。第一本体1包括与第一壳体11连接的第四限位

件13，第四限位件13用于限制活塞12脱离第一壳体11。第一壳体11可以与第四限位件13螺

纹连接、卡接或一体成型连接。第三壳体57可以与第四限位件13抵接。如图21‑图22所示，第

三壳体57的延伸部57b包括底板578和顶板579，底板578设置有滑槽571，第五限位件58能在

滑槽571内滑动，顶板579与底板578连接（粘接或卡接），且顶板579盖住滑槽571，以限制第

五限位件58脱离于滑槽571，底板578设置有第五豁口576，第五豁口576用于输送管路4穿

设。第五限位件58包括第三挡接部583，当第五限位件58相对于滑槽571位于第一位置时，第

三挡接部583的至少部分能伸入第五豁口576，第三挡接部583能限制输送管路4脱离于第五

豁口576或防呆件5。当推动部322推动第五限位件58沿背离致动件3或第二贯穿孔573的方

向移动时，第三挡接部583从第五豁口576缩回至滑槽571内，第三挡接部583运动至第二位

置，第三挡接部583对于输送管路4不具有限位作用，输送管路4可以脱离于第五豁口576或

防呆件5。顶板579与底板578分别对第五限位件58的相对设置的两侧面挤压，以在顶板579

与第五限位件58之间形成摩擦力，以及在底板578与第五限位件58之间形成摩擦力，从而限

制第五限位件58相对于第三壳体57的延伸部57b的运动，只有当推动部322对第五限位件58

施加作用力时才可以克服摩擦力以使第五限位件58沿背离致动件3或第二贯穿孔573的方

向移动，从而使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动至第二位置。防呆件5包括弹簧（图中未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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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弹簧一端与第五限位件58连接，弹簧另一端与底板578连接，在弹簧弹力作用下，限制

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动至第二位置，推动部322对第五限位件58施加作用力可以克

服弹簧的弹力作用以使第五限位件58沿背离致动件3或第二贯穿孔573的方向移动，从而使

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动至第二位置。由于滑槽571与套接部57a的第二贯穿孔573相

连通，当输送管路4未与防呆件5连接并且致动件3没有穿设于第二贯穿孔573时，第五限位

件58有可能从滑槽571向第二贯穿孔573运动从而与第三壳体57分离并丢失，因此，底板578

包括由滑槽571底壁凸起的第四挡接部577，第四挡接部577能与第五限位件58抵接，以限制

第五限位件58从滑槽571向第二贯穿孔573运动，降低第五限位件58与第三壳体57分离的可

能性。详细地说，第三挡接部583结构呈钩状，第三挡接部583可以半包围第四挡接部577。底

板578侧壁设置有第六豁口578a，第六豁口578a用于容纳防呆件5的弹簧的至少部分，防呆

件5的弹簧能抵接于呈钩状的第三挡接部583。由上述内容可知，不仅顶板579与底板578分

别对第五限位件58的相对设置的两侧面挤压，以在顶板579与第五限位件58之间形成摩擦

力，以及在底板578与第五限位件58之间形成摩擦力，从而限制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

动至第二位置；而且防呆件5包括弹簧（图中未示出），弹簧的一端与第五限位件58连接，弹

簧的另一端与底板578连接，在弹簧的弹力作用下，限制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动至第

二位置。通过综合利用弹力和摩擦力，使得第五限位件58被可靠地限位于第一位置。在此基

础之上，第五限位件58的主要部分被顶板579和底板578包围，该设置使得用户难以直接操

作第五限位件58由第一位置运动至第二位置，即防呆件5的防误操作效果较好。在上述关于

顶板579的实施例中，顶板579的形状和滑槽571的形状相似，顶板579设置有第七豁口579a，

第七豁口579a的位置与设置于底板578的第五豁口576的位置对应，第七豁口579a也用于被

输送管路4穿设。

[0020] 可选地，如图23‑图25所示，防呆件5包括第二壳体55，输送管路4包括可变容积的

气囊管46，气囊管46和第一输出端42能位于第二壳体55内，气囊管46具有第二输入端461和

第二输出端462，第二输入端461用于输入经由第一输入端41的气体，第二输出端462与第一

输出端42连接，在气体的气压作用下，气囊管46能推动第一输出端42从第二壳体55内移动

至第二壳体55外。由于第一输出端42能位于第二壳体55内，第一输出端42处于不能与受气

管路的接口（图中未示出）连接的位置，用户需要将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

的至少部分排出，在气体的气压作用下，气囊管46发生膨胀，膨胀的气囊管46同时推动第一

输出端42从第二壳体55内移动至第二壳体55外。在气囊管46膨胀的过程中，输送管路4内的

空气也可以通过第一输出端42排出，在第一输出端42在被推动至第二壳体55外之前，输送

管路4内的空气被排干净。当第一输出端42被推动至第二壳体55外之后，用户才可以将第一

输出端42与受气管路的接口连接。因此，该实施例的方案也具有防呆效果，降低用户因误操

作将输送管路4内空气排放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即配送装置10具有可靠的医用安全性。气

囊管46的可膨胀容积可以根据所需排出空气量进行设置。防呆件5还包括第三限位件56，第

三限位件56位于第二壳体55内，第三限位件56与第一输出端42的外壁连接，第二壳体55的

内壁设置有第一定位部551，第三限位件56能与第一定位部551卡接，以限制位于第二壳体

55外部的第一输出端42相对于第二壳体55的运动。当气囊管46膨胀推动第一输出端42移动

至第二壳体55外一定距离后，与第一输出端42的外壁连接的第三限位件56能与位于第二壳

体55的内壁的第一定位部551卡接，以使第一输出端42相对于第二壳体55固定，降低第一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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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端42因外力作用与气囊管46脱离的可能性，同时限制气囊管46继续膨胀，降低气囊管46

发生破裂的可能性。其中，第一定位部551可以为设置于第二壳体55的内壁的凹槽或凸起

部。防呆件5还包括第三限位件56，第三限位件56位于第二壳体55内，第三限位件56与第一

输出端42的外壁连接，第二壳体55内壁设置有第二定位部552，第三限位件56能与第二定位

部552卡接，以限制位于第二壳体55内部的第一输出端42相对于第二壳体55的运动，降低因

非气囊管46的作用力使第一输出端42移动至第二壳体55外部的可能性，即降低配送装置10

的防呆效果失效的可能性。其中，第一定位部551可以为设置于第二壳体55的内壁的凹槽或

凸起部。第三限位件56可以套接于第一输出端42的外壁，详细地说，第三限位件56与第一输

出端42过盈配合或粘接，以使第三限位件56与第一输出端42固定连接。

[0021] 如图1所示，输送管路4还包括连接管路43和过滤器44，第一输入端41通过连接管

路43与过滤器44连接，过滤器44与第一输出端42直接连接，或者，过滤器44通过气囊管46与

第一输出端42间接连接。过滤器44用于过滤细菌、病毒、水汽、杂质等对生物体有害的物质。

过滤器44与第一输出端42的连接顺序可以变换。

[0022] 本申请实施例第二方面提供一种气体存储方法，如图26所示，可以利用上述内容

的配送装置10（不包括输送管路4和与输送管路4连接的防呆件5）存储气体，气体存储方法

包括：S1：激活配送装置10的气阀2，使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使气体从气源（图中未示出）经

气阀2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S2：使气阀2由流通状态切换至阻

断状态。将气源的接口（图中未示出）与配送装置10的气阀2连接，在气源的接口与气阀2连

接的过程中，气阀2被激活至流通状态。气源的气体可以从气源的接口流动至气阀2内，最终

流动至第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当第一容纳腔111a存储有预设量的气体后，使气阀

2处于阻断状态。详细地说，将气源的接口与气阀2分离的过程中，气阀2自动转变为阻断状

态，以使气体被存储于第一容纳腔111a内。上述方法使得配送装置10无需在手术现场中从

可重复使用的气源存储可能被污染的气体，配送装置10可以直接向生物体配送洁净度较高

的气体，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较低。其次，在手术过程中，用户使用预充气的配送

装置10时无需复杂的阀门操作，仅需操作气阀2的阀芯23运动，将气阀2从阻断气体的状态

调整至流通气体的状态即可。因此，上述气体存储方法可以节省手术时间，用户使用体验较

高。

[0023] 可选地，使气阀2处于阻断状态之后，气体存储方法还包括：对配送装置10消毒处

理和/或灭菌处理，以提高配送装置10以及内部气体的洁净度。消毒处理和灭菌处理的处理

方式可以包括利用消毒剂、灭菌剂、放射线等消杀微生物的方法对配送装置10外表面进行

消杀处理，和/或，利用放射线照射第一容纳腔111a内，对第一容纳腔111a的气体进行消杀。

在消毒和/或灭菌后，气体存储方法还包括：对配送装置10真空密封包装，降低配送装置10

以及内部所存储的气体被污染的可能性。

[0024] 可选地，使气体从气源经气阀2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

的方法包括：利用气体的气压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加，并且使气体流入第一容纳腔

111a。在存储气体过程中，通常将气源的接口与配送装置10连接，在该设置下可以利用气源

的气体的气压使配送装置10内的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加，从而使气源的气体自然流入

第一容纳腔111a内，该方法可以简化存储气体所需的设备和存储气体的工艺。可选地，使气

体从气源经气阀2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方法包括：利用外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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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加，对气体产生负压作用，以使气体流入第一容纳腔111a。在存

储气体过程中，可以利用第一壳体11和活塞12组成上述内容所描述的滑动活塞机构，再利

用致动件3与活塞12连接，通过拉动致动件3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加，从而可以对气

源的气体产生负压作用，以使气体流入第一容纳腔111a，该方法具有可以控制所需存储气

体量的效果。其中，可以手动拉动致动件3或者利用驱动器拉动致动件3。在其它实施例中，

可以利用其它零件（图中未示出）与活塞12连接，通过拉动零件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增

加，从而可以对气源的气体产生负压作用，以使气体流入第一容纳腔111a。

[0025] 可选地，在将气体从气源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之后和在使气阀2

处于阻断状态之前，气体存储方法包括：排出第一容纳腔111a内气体的一部分，通过该方法

可以使第一容纳腔111a的气压处于常压状态，降低因配送装置10内所存储气体的气压过高

而导致在向生物体内注射时存在爆发性注射可能性，即降低生物体生理不适的可能性，同

时降低气体流动时发生刺耳声音的可能性，提高用户的使用体验。可选地，在使气阀2和第

一本体1连接之前，气体存储方法包括：利用气源的气体吹扫气阀2中用于与第一本体1连接

的一端，以及吹扫第一本体1中用于与气阀2连接的一端，以使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

接处保持洁净的状态，以减少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接处内空气的量，从而使第一容

纳腔111a所存储的气体的纯净度更高。可选地，在充满所要存储气体的环境中组装气阀2和

第一本体1，以使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接处无空气。可选地，在激活气阀2之后，将气

体充入第一容纳腔111a内，然后排出第一容纳腔111a内气体，再重新将气体充入第一容纳

腔111a内，在至少充气两次后，可以减少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接处内空气的量。可选

地，在激活配送装置10的气阀2之后和在使气体从气源经气阀2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一本体

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之前的方法包括：在控制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不变的条件下，利用

气源的气体吹扫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

[0026] 在激活配送装置10的气阀2之后和在使气体从气源经气阀2流入配送装置10的第

一本体1的第一容纳腔111a内之前，可以使气源的气体可以进入气阀2内以及气阀2与第一

本体1的连接处。在控制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不变的条件下，气源的气体在气阀2内以及

气阀2与第一本体1的连接处内快速流动后再从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流动至配送

装置10的外部，从而带动气阀2与第一本体1的连接处内的空气至配送装置10的外部，以减

少气阀2与第一本体1的连接处内空气的量，以使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接处保持洁净

的状态，以减少第一本体1和气阀2之间的连接处内空气的量，从而使第一容纳腔111a所存

储的气体的纯净度更高。其中，可以在控制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大小为最小值的条件下，

利用气源的气体吹扫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可以排出更多的位于第一本体1和气

阀2之间的连接处内空气，从而使第一容纳腔111a所存储的气体的纯净度更高。另外，在吹

扫的过程中，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没被气源的出气端口封堵，以使气源的气体可

以经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进入气阀2内，然后再经气阀2中背离第一本体1的一端

流动至配送装置10的外部。

[0027] 本申请实施例第三方面提供一种气体配送方法，利用上述内容的配送装置10（不

包括输送管路4和与输送管路4连接的防呆件5）配送气体，如图27所示，气体配送方法包括：

S3：激活配送装置10的气阀2，使气阀2处于流通状态；S4：缩小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

111a容积，以使位于第一容纳腔111a的气体的至少部分被排放至配送装置10的外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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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第一容纳腔111a的气体的至少部分可以被直接排放至位于配送装置10的外部的生物

体。上述方法使得配送装置10无需在手术现场中从可重复使用的气源获取可能被污染的气

体，配送装置10可以直接向生物体配送洁净度较高的气体，生物体发生感染病情的可能性

较低。其次，在手术过程中，用户使用预充气的配送装置10进行配送气体时无需复杂的阀门

操作，仅需操作气阀2的阀芯23运动，将气阀2从阻断气体的状态调整至流通气体的状态即

可。因此，上述气体存储方法可以节省手术时间，用户使用体验较高。可选地，分阶段地缩小

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使气体被分批量地注入生物体内，降低用户因误

操作配送装置10导致过多的气体被配送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即降低发生过量注射导致生

物体生理不适的可能性。

[0028] 本申请第四方面提供一种气体配送方法，利用上述内容的配送装置10（包括输送

管路4）配送气体，如图28所示，该方法包括：S5：激活配送装置10的气阀2，使气阀2处于流通

状态；S6：缩小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容积，以使位于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

内的气体的至少部分推动位于配送装置10的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至配送装置10的外部；S7：

继续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使气体的至少部分被配送至受气目标。其中，受气目标

可以是生物体或其它用于气体流动的受气管路。在手术中向生物体配送气体前，需要先缩

小配送装置10的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使第一容纳腔111a内的气体的至少部分被排放

至配送装置10的外部，利用该被排出的气体将配送装置10的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排出，再继

续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使气体的至少部分配送至受气目标（生物体）内，从而降

低生物体被输送空气或杂质的可能性。可选地，配送装置10还包括防呆件5，防呆件5与输送

管路4连接，在排出气体前，防呆件5用于限制输送管路4。在使气体的至少部分被配送至受

气目标之前的方法包括：排出部分气体，然后使防呆件5被触发至能解除防呆件5对于输送

管路4的限制作用的状态。该方法使得用户需要先排出配送装置10的输送管路4内的空气，

才能使输送管路4在不受防呆件5限制的条件下完成配送气体的操作，从而降低用户因误操

作向生物体输送空气的可能性，即降低生物体发生病情风险的可能性。可选地，配送装置10

还包括致动件3，致动件3与配送装置10的第一本体1连接，致动件3用于缩小第一容纳腔

111a的容积，致动件3通过防呆件5与输送管路4连接。在使气体的至少部分被配送至受气目

标之前的方法包括：利用致动件3缩小第一容纳腔111a的容积，以排出配送装置10内部分气

体，然后并利用致动件3带动防呆件5与第一本体1产生相互作用力，以触发防呆件5至能解

除防呆件5对于输送管路4的第一输出端42的限制作用的状态，从而降低用户因误操作将输

送管路4内空气排放至生物体内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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